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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薛城讯 为正风肃纪,营造良好
发展环境,薛城区严肃惩贪治腐,狠抓作风
建设,去年以来,处置问题线索 513 件,查
处享乐奢靡问题34起43人、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问题7起13人,开展主题廉政教育
日活动36次。

该区纪检监察机关始终保持高压态
势,严肃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
腐败,坚决防止政商勾连等破坏政治生态
和经济发展环境突出问题。去年以来,共
接收信访举报76件,处置问题线索513件,
立案175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208人,其
中区管干部24人；留置11起13人,移送4

起4人。
这个区秉承办案、整改、治理一体推

进理念,深入剖析重点领域典型案件背后
的制度漏洞和廉政风险隐患,充分发挥纪
检监察建议“再监督”作用,下发纪检监
察建议书36份,推动问题整改68个。坚持
实事求是、依规依纪依法,把准确运用

“四种形态”摆在突出位置,运用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 591 人
次。

该区持续推进违规吃喝问题专项整
治、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工作,紧
盯节日节点,打出教育提醒、通报曝光、

明察暗访、严查快处等“组合拳”,组织
开展交叉互检、专项检查 13 次,发现并
推动整改问题 32 个,移送问题线索 5 条,
查处享乐奢靡问题 34 起 43 人,查处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7 起 13 人。督促相
关职能部门紧盯本系统本领域普遍存在
的共性问题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制定工作措施 55 条,建立工作台账 23
份。

结合党纪学习教育,该区纪检监察机
关按照行业领域、职位职级、违纪违法类
型等对已办结案件进行筛选,深挖警示教
育素材,召开全区干部警示教育大会2次,

通报典型案件6期19起22人,开展主题廉
政教育日活动36次,切实引导党员、干部
以案为镜、躬身自省。

围绕清廉单元建设,他们积极开展清
廉企业、清廉医院、清廉村居等创建行
动,推动廉洁文化有机融入部门行业和社
会治理,强化向社会延伸、向常态拓展。
用好廉洁文化阵地,依托铁道游击队红色
廉洁文化教育基地、十里湾研习社、白楼
湾家风家训馆等场馆,开展团体参观学习
260 余批次,受教育党员干部 1.6 万余人
次。

(张孝平 李方伦 班云跃)

处置问题线索513件,查处享乐奢靡问题34起43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7起13人

薛城惩贪治腐狠抓作风建设

技术创新项目《搅拌机下闸口信号智
能纠错装置》，减轻集控操控繁琐重复操
作，提高了充填效率；《充填泵摆缸接近开
关监测与冗余装置》创新项目，在维修和维
护时省时省力，极大节约了运行成本，解决
了因接近开关损坏的停机风险；《料浆模拟
管路位置指示系统在充填过程中的应用》
创新项目，降低现场集控人员的劳动强度，
提高了充填开采效率，单循环节约用电
600千瓦时，节约用水达200立方米……

这是枣矿集团蒋庄煤矿充填工区充填
站党员责任区在技术创新项目中取得的成
果，近日，该党员责任区被授予山东能源

“优秀党员责任区”称号。

“这与其说是一个工区，不如说是一个
家庭。”54岁的老师傅李建国在技术岗位上
干了 30 多年，他有一种深刻的体会：在这
个大家庭中，起支撑带头作用的，始终是党
员。“做好党建工作的核心点，在于落实好
党组织和党员应尽的责任。”充填工区党支
部书记刘勇说。

近年来，蒋庄煤矿充填工区以党员责
任区建设为载体，通过狠抓党员队伍建设，
带动了充填工区各项工作的全面提升。

在矿山充填作业中，工艺系统优化是
提升生产效率的关键。作为充填站党员责
任区主要负责人的李鑫带领党员积极实施
工艺系统优化，通过对现有工艺流程的分

析和改进，实现了生产效率大幅提升。
以往充填膏体，配水泥用料成本费用

较高。于是，党员们带领技术人员经过多
次实验，成功完成新配方膏体，由原来的前
灰 60 立方米、后灰 100 立方米，降低到现
在前灰和后灰合计 100 立方米，每循环节
省水泥用料成本约60吨、1.32万元。“我们
对充填材料的配比进行了科学分析和优化
调整，通过反复试验和数据分析，找到了最
佳的材料配比，使得充填材料的使用效率
达到最大化，减少了材料浪费。”李鑫说。

技术创新是矿井发展的动力源泉。党
员责任区不断推动技术改造和升级，定期
组织技术培训，邀请技术人员讲解最新的

技术知识，提升员工的技术水平。结合实
际工作需求，对充填设备进行了多次技术
改进，对引进后的新型充填设备进行适应
性改造，使其更加适应生产环境和需求。

自主创新研发是工作提效的核心动
力。自从成立党员责任区以来，他们成立
技术攻关小组，集中力量破解生产中的技
术瓶颈，成功实施了《甲带给料机变频调速
改造》《六秒输矸系统的应用》《搅拌机下闸
口智能纠错装置》《PLC远程授权系统在配
电室中的应用》等 30 多项创新成果，有效
提高了充填效率和质量，同时降低了充填
成本，用一项项技术创新，走出了一条绿色
充填的技术发展之路。

绿色充填的技术之路
——记蒋庄煤矿充填工区充填站党员责任区

本报记者 刘振江 通讯员 李平

多地“新春第一会”部署以科技创新
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人形机器人从实
验室走向春晚舞台；前沿影视技术赋能
电影产业，《哪吒之魔童闹海》屡破票房
纪录……新春伊始，“创新链”紧密衔接

“产业链”，科技成果加速转化，点燃新
质生产力发展“新引擎”。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相
互促进、互为前提、相互交织，科技创新为
产业创新赋能，产业创新为科技创新提供
转化载体和应用场景。深入把握其内在
逻辑，让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将
全面激发经济增长新动能。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
生产力的题中必有之义。这个春天，国产
大模型DeepSeek以“小成本办大事”的高
性能惊艳全球；S1000型浮空风力发电系
统在江西试飞成功并发电；从无人矿山到
智慧港口，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持续赋能传

统产业……新产业、新业态、新应用加速迭
代，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背后是更多科技
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走向市场，
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转型升级。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需要用好我国产
业基础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超 23
亿人次交通出行、国内出游5.01亿人次、
揽收和投递快递包裹超 19 亿件等，刚刚
过去的春节假期，显现出超大规模市场蓬
勃活力和巨大潜力。基础设施、产业配
套、人才支撑、多样化的应用场景需求等
优势，正在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更多有利

条件。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需要改革向纵深

推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 8 部门引
导企业对高技能人才实行中长期激励办
法，福建实施中试创新服务平台体系建设
行动……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多措并
举、协同发力，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构建
协同创新生态，引导前沿技术高效对接市
场，让科技成果加快“落地开花”。

追“新”逐“质”，奋楫者先。向科技创
新要新质生产力，我们已在路上，未来必
将更加精彩。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壮大新质生产力
辛华 周圆 魏弘毅

为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
爱老的传统美德,培养小记者的社
会责任感和关爱老人的意识,2月
16日,100余名枣庄日报小记者和
家长共同走进诚德医养健康管理
中心,为老人们送去温暖和敬意。

活动伊始,养老院负责人向大
家介绍了养老院的基本情况,随后
小记者代表发言,用稚嫩而真挚的
话语向老人们表达了美好的祝
愿。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小记者和
家长们分组行动,为老人们送上了
精心准备的水果、糕点等慰问礼
品。他们与老人亲切交流,聆听老
人们讲述过去的故事,并为老人们
捶背捏肩梳头、整理房间,现场充
满了温馨与欢乐。

为了表达对老人的敬意和增
添活动的趣味性,小记者们还精心
准备了丰富多彩的节目表演,包括
歌曲、舞蹈、朗诵、武术等,赢得了
老人们的阵阵掌声。

活动的最后环节是包饺子。
小记者和家长们与老人们围坐在
一起,边包饺子边聊天,场面十分
融洽。在欢声笑语中,一个个形状
各异的饺子逐渐成形。

这次活动不仅增进了小记者
和老人们彼此之间的情感交流,也
让小记者们懂得了“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的道路。

情暖敬老院
爱心伴夕阳

本报记者 焦兴田 摄影报道

滕州讯 近日，滕州市“优品滕城”生态马铃薯品牌体系建
设会议举办，标志着滕州市马铃薯产业迈入品牌化发展新阶段。

滕州市作为全国重要的马铃薯产区，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
件和悠久的种植历史。近年来，滕州大力推广绿色生态种植模
式，结合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补贴项目，以科技为先锋，减本增
效，着力打造“优品滕城”区域公用品牌。“优品滕城”生态马
铃薯严格按照绿色食品标准生产，采用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相结
合的方式，确保产品安全、优质、营养。其薯形美观、口感香
糯，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深受消费者青睐。

目前，“优品滕城”生态马铃薯已成功打入南方城市高端市
场，获得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未来，滕州将继续坚持绿色发
展理念，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让“优品滕城”生
态马铃薯成为滕州农业的一张亮丽名片。 （苗原）

优品滕城生态马铃薯：
打造绿色健康新“薯”光

本报滕州讯 近日，省自然资源厅公布新增8处省级林草种
质资源库名单，滕州市荷花省级种质资源库名列其中。

近年来，滕州市林业事业发展中心立足荷花品种多、面积
大、历史久的优势，持续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积极开展荷
花种质资源筛选和收集等工作，深入微山湖湿地13万亩野生红
荷生长区域进行调研，详细记录荷花的品种、分布范围、生长环
境等基础信息，形成荷花种质资源库品种名录等记录材料。狠抓
资源建设，先后从江苏南京、湖北武汉等地，分期分批引进荷花
品种，丰富了荷花品种资源。现有荷花、睡莲508种，荷花种质
资源242个，包括国内外野生品种11个、栽培品种231个。

滕州市加大资金投入，先后投入近200万元，建成15亩缸
栽荷花资源圃、120亩荷花精品园、80亩水生植物园、162亩荷
花种质资源保存区、520平方米科研和育种试验区，以及720平
方米荷花生产基地。同时，积极争取生态保护修复项目资金120
万余元，通过地形塑造、客土回填、清理整理等提升荷花精品园
环境条件，栽植荷花3.6万余株，设置荷花科普展示设施500余
套。夯实科研基础，积极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合作，并与枣
庄学院签订科技协议，深入开展荷花新品种引进与繁育、莲藕组
织培养等研究，获得省林业科技成果奖二等奖两项。

（记者 李鲁）

滕州成功创建
荷花省级林草种质资源库

本报薛城讯 “看了哪吒主题宣讲微视频，让我深刻体会到只
有直面困难、勇往直前、刻苦学习，不断积攒知识和能力，才能锻造
出属于自己的‘三头六臂’。”薛城区舜耕中学九年级学生李毅峰兴
奋地说。

2月14日，随着新学期的钟声悠扬响起，薛城区各学校迎来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宣讲活动。不同于往年的传统形
式，今年，薛城区围绕热门动画IP《哪吒2》的主题，精心策划了两
期寓教于乐、启迪心灵的宣讲微视频，旨在引导学生们以积极向上
的态度开启新学期的旅程。

在宣讲活动中，通过展示播放宣讲微视频、互动分组讨论等，
宣讲员从哪吒英雄之路、汲取奋进力量、新学期启航、新目标新蓝
图等方面，引导学生们思考如何将哪吒身上的这些宝贵品质应用
到日常学习和生活中，鼓励学生们敢于挑战自我，勇于打破标签，
追求自我价值。

“寒假后的开学第一课是中小学生德育的重要契机，电影《哪
吒 2》以传统文化为底色，通过‘风火少年’的成长叙事传递了信
念、突破、协作等核心精神，我们精心把二者结合起来，开展了此次
关于哪吒的主题宣讲，引导学生在树立正确价值观，激起昂扬学习
斗志，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新学期的学习中去，收到了良好
效果。”薛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田露说。

（记者 刘振江 通讯员 李想 蔡奇峰）

薛城以“哪吒”
赋能开学第一课

山亭讯 “阿姨，您的医保费已经在手机上帮您缴纳完成，
截图已给您保存好，有什么事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谢谢你的
帮忙，我记得上回就是你帮我办理的，真是太贴心了。”这是山
亭区山城街道医保服务窗口工作人员王东与前来办理业务群众的
日常交流掠影。

去年以来，山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聚焦“高效办成一件
事”，将优化政务服务流程作为提升群众满意度的重要之举，推
进医保业务办理“零障碍”、服务“零距离”。为实现“一次办
好”服务目标，便民服务中心设立了“全市通办、就近能办、一
窗多办”的标准化医保工作站。工作人员坚持“线上线下并行，
服务无缝对接”的理念，积极引导群众借助手机“爱山东”
APP、微信小程序等线上平台办理医保缴费、信息查询等业
务，并配备专职帮办服务人员为群众提供线上操作指导，将便民
理念落到实处,助力群众轻松开启“指尖上的医保服务”。近日，
山东省医疗保险事业中心下发通知，该站点荣获山东省群众办事
满意型医保工作站，是全区唯一获此殊荣的单位。

下一步，山城街道将以持续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为中
心，突出服务模式创新，推进服务流程优化，延伸服务触角，

“让群众少跑腿，让服务更靠前”，努力为企业和群众提供更加全
面、优质、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体验
感、获得感与幸福感。 （邵晓楠）

便民“微窗口”
服务“无微不至”


